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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一念间，荣辱两世界。”划清

秉公用权与以权谋私的界限，处理好公

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是党员干

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的必

修课，也是推进新时代政治建军走深走

实的常修课。

古人讲：“居官守职以公正为先，公

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媚。”就是

说，公正是为官之本、用权之绳。权力是

一柄双刃剑，秉公用权、奉公守法，可以

造福人民、助力发展；以权谋私、为所欲

为，就会害人害己、误党误国。共产党人

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

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

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为公不为

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

谋利。公者千古，私者一时。我们党历

来坚持“民”字最大、“公”字至高，什么权

能用，什么权不能用，什么是公权，什么

是私权，从来都如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水火不容。

习主席强调：“作为党的干部，就是

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

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

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

大、堂堂正正。”一连六个“公”字，深刻

阐明了党员干部做人的遵循、做事的标

尺、用权的准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

无论是毛泽东同志退回警卫员多领的

红辣椒，还是周恩来同志寄去的双倍橘

子 钱 ，抑 或 是 焦 裕 禄 同 志 如 数 补 上 看

“白戏”的票钱……无数共产党人用“权

为民之福杖，廉乃官之仪表”的执着坚

守，生动诠释了“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

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

私用”的崇高境界。

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衡量

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

“公”字小了，党性就少了；“私”字大了，

杂念就多了。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是行使权力的主体力量，公职在身、公权

在手，公私分明是基本操守，公而忘私是

崇高境界，“如果抱着当官谋利的想法，

那做的一切事情都不会对”。清廉是福，

贪欲是祸。公与私的界限一旦模糊，私

欲的“口子”就会越撕越大，就容易追逐

私利不能自拔，渐渐忘记信念初心，突破

纪律底线，公私不分、公权私用、枉法徇

私，最终陷入“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

而不见钩”的陷阱。

“公”是“廉”的载体，“私”是“贪”的

温床。军队是要打仗的，党员干部特别

是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为部队战斗

力建设服务的，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能否做到公

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权为“战”

所用，利为“战”所谋，关乎未来战场胜

负，影响军队前途命运。如果权力“公

器”变成个人捞取好处的“私器”，公私

的界限就会因私利而模糊，公正的天平

就会因私欲而倾斜，必将严重偏离我军

性质、宗旨和本色，损害军队形象，影响

军心士气，贻害强军事业。

“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翻开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第一条要

求便是“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

奉公”。党员干部在公私问题上的辨别

能力、对于私心私欲的自控能力，既不可

能与生俱来、从天而降，也不可能一蹴而

就、一劳永逸。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

必养其心。牢牢把握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这个“总开关”，像珍惜生命一样珍

惜自己的名节和操守，常修为政之德、常

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修身慎行、

怀德自重、强固党性，才能守住自己的政

治生命线，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邓小平同志曾告诫全党：“我们拿

到这个权以后，就要谨慎，不要以为有

了 权 就 好 办 事 ，有 了 权 就 可 以 为 所 欲

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权力不

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出了边

界，都可能被滥用。法定职责必须为，

法 无 授 权 不 可 为 。 秉 公 用 权 、依 法 用

权、谨慎用权、廉洁用权，就要心中高悬

法律的明镜，手中紧握法律的戒尺，知

晓 为 官 做 事 的 尺 度 ，不 以 人 情 代 替 制

度，不用感情代替原则，始终做到踩线

的事坚决不干、出格的忙坚决不帮、徇

私的门坚决不开。

“所营谓之事，事成谓之业。”实现

党 在 新 时 代 的 强 军 目 标 、把 人 民 军 队

全 面 建 成 世 界 一 流 军 队 ，是 一 项 开 创

性事业。军队领导干部身上有千斤重

担，身后有千军万马，秉公用权作为一

种政治品质和人格力量，是立身之本、

为 人 之 道 、处 事 之 基 。 只 有 悟 透 公 与

私的关系，划清公与私的界限，坚持事

事出以公心、处处秉公办事、时时克己

奉公，做到心有所畏 、言有所戒 、行有

所 止 ，才 能 肩 负 起 党 和 人 民 赋 予 的 新

时代使命任务。

（作者单位：海军航空大学）

划清秉公用权与以权谋私的界限
—坚持正本清源、深入思想辨析④

■戚华栋

九州方圆，普天同庆；江河歌唱，遍

地流芳。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从大

江 南 北 到 长 城 内 外 ，到 处 是 节 日 的 盛

装、美丽的鲜花、灿烂的笑脸，“我和我

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今天是你的

生日，我的中国”……优美的歌声响彻

神州大地。

特 殊 的 年 份 总 会 留 下 特 殊 的 音

符。情动于心，歌以咏之。从《歌唱祖

国》《我的祖国》，到《我爱你中国》《今天

是你的生日》……每一首爱国歌曲的背

后，都有一段曲折动人的故事，都有一

段催人奋进的历史。这些经典歌曲穿

越时间的长河，历经岁月洗礼、代代相

传，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成为无数中

国人的情感与记忆。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当雄浑的国歌声在耳畔响起，每一个中

国人内心都会感慨万千、激动澎湃。这

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

行 曲》，原 是 电 影《风 云 儿 女》的 主 题

曲。当年，田汉写完歌词后，被国民党

逮捕入狱。正准备去日本的聂耳，听说

左翼文艺工作者纷纷被捕的消息，非常

愤怒，也激发了创作灵感，主动向电影

编剧夏衍提出“有哪部电影要作曲？我

在抢工作”。

1935 年 5 月 24 日，电影《风云儿女》

首映。影片结尾，主人公辛白华和热血

民众一同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奔赴抗日

前线，现场观众无不为之热血沸腾。当

日，《中华日报》电影宣传广告上写着：

“再唱一次胜利凯歌！再掷一颗强烈的

炮弹！”《申报》电影广告栏也写道：“这儿

有雄伟的歌——是铁蹄下的反抗歌！”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义勇军进行曲》已经走过了近

90 年的历程，虽然仅仅只有 46 秒，却是

中华民族从被压迫 、欺辱 、分裂，到解

放 、崛起 、强盛的缩写，承载了时代的

沧 桑 与 变 迁 ，留 下 了 不 可 磨 灭 的 历 史

记忆。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

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

向繁荣富强……”1950 年国庆节前夕，

参加过开国大典的人民音乐家王莘再

次来到天安门广场，望着那面迎风飘扬

的五星红旗，感受那热火朝天的庆祝场

面，一行行热泪顺着面颊滚滚落下，一

股创作的清泉在脑海中涌动，经过几天

几夜的不休不眠，终于完成了这首不朽

之作《歌唱祖国》。

1951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南海怀仁

堂 召 开 的 全 国 政 协 一 届 三 次 会 议 上 ，

毛泽东同志见到王莘时，高兴地夸奖《歌

唱祖国》写得“好、好、好”。也是在这一

年，周恩来同志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令：

在全国广泛传唱《歌唱祖国》。自此，这

首被称为“第二国歌”的歌曲，永久载入

史册，成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代强

音，成为中华民族振兴的不朽之歌。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清晨

我放飞一群白鸽……”这首《今天是你

的生日》的词作者韩静霆，创作时曾一

度找不到灵感。直到有一天，他乘坐公

共汽车经过军事博物馆时，突然被一幅

宣传画吸引住了目光：朝阳初升的背景

下，几只展翅的鸽子口衔橄榄叶，翱翔

在 金 色 的 麦 浪 上 空 。 鸽 子 ，橄 榄 ，麦

穗！希望，和平，收获！

“开了！开了！”韩静霆喊了几声，

灵感大门打开了。他几乎是一路小跑

回到家中，伏案一鼓作气写下了这首歌

词 。 著 名 作 曲 家 谷 建 芬 后 来 回 忆 说 ：

“第一眼看到歌词时，一下子就点燃了

我心中积累已久的感受，因此我在谱曲

时基本是一气呵成，感到非常舒畅，好

像是把我几十年来对祖国的深情一下

子抒发了出来。”

“爱你诗经论语，爱你古琴昆曲，爱

你长城蜿蜒，爱你丝路花雨……”2020

年央视春晚，歌曲《亲爱的中国》引起大

家的联想——在哪见过——再一看，词

作者是瞿琮。原来如此，这是《我爱你，

中国》的姊妹篇。

1979 年 5 月，歌唱家叶佩英接受邀

请，演唱由瞿琮作词的电影《海外赤子》

主题曲《我爱你，中国》。后来，在一次

采访中，叶佩英提到了当时的情景：“顾

不上吃饭，含着泪把它一口气读完了。

这首歌好像就是专为我写的。”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我爱你

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

国……”叶佩英在广州珠影厂的录音棚

里几度哽咽才完成了歌曲的录制。唱

毕，作曲家郑秋枫紧紧握着她的手激动

地说：“你唱得太好了！”影片上映不久，

便在海内外引起轰动。歌曲《我爱你，

中 国》也 因 其 优 美 动 听 、深 情 隽 永 被

广为传唱，成为我们心中对祖国永远的

赞歌。

血脉流贯，弦歌不辍；爝火传薪，松

竹常青。回溯不凡征程，一首首动人的

旋 律 ，如 同 祖 国 母 亲 一 声 声 深 切 的 呼

唤，凝聚着“爱中国”的坚定信念，提醒

我们不忘初心；汇聚着“强中国”的磅礴

力 量 ，激 励 我 们 砥 砺 前 行 。 每 一 次 传

唱，都是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次聆

听，都是对心灵的浸润洗礼，激荡起团

结奋斗的爱国情怀，镌刻下永不磨灭的

集体记忆。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张艺星

洗盘子越多，摔盘子的概率就越

大 。 相 反 ，洗 盘 子 越 少 ，摔 盘 子 就 越

少。这种现象表明，多干事可能多出

错，少干事就会少出错。

于是，个别同志为了少犯错不犯错，

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了不出事、

宁可不干事，前怕狼、后怕虎，多栽花、少

栽刺，爱惜羽毛、精致利己。他们遇到矛

盾就“让”，碰到困难就“躲”，发现难题就

“推”，与新时代奋斗观格格不入。

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

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强军兴军，任

重道远；备战打仗，舍我其谁。不求无

功、但求无过，不愿担当、不善作为，廉

而不勤、严而不为，这种消极思想、佛系

心态、躺平行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

定坏事、贻误大事。

下河莫怕漩涡多，打铁莫怕火烫

脚。矛盾无处不在，“盘子”无时不有。

敢字为先、干字当头，勇于担当、善于作

为，撸起袖子干、甩开膀子干、放开手脚

干。这是新时代革命军人应有的责任

担当，也是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的迫

切要求。

挑重担，敢于“洗盘子”
■冉晓民

“摸清底数，方能心中有数、手上有

术。”某部以战斗力检验评估为抓手，以

战领评、依标检验，扎实组织备战建设和

基础训练，大力夯实部队战斗力基础，以

评促训、以评促建、以评促战成效显著。

训 练 是 为 了 打 仗 ，目 的 是 为 了 打

赢 。“ 训 ”与“ 战 ”之 间 ，有 一 条“ 战 争 设

计 — 作 战 任 务 — 作 战 方 案 — 训 练 课

题 — 按 纲 施 训 — 检 验 评 估 ”的 逻 辑 链

路，处于末端的“检验评估”环节，发挥着

“指挥棒”“风向标”“试金石”的作用。评

估越严格、高效、精准，战斗力底数就摸

得越全面、真实、客观，军事训练的任务、

目标和方向就越明确，从而做到真打实

备、胸有成竹、战则必胜。

“怎么评”左右着“怎么干”，“评什么”

影响着“干什么”。战斗力是唯一的根本

的标准，检验评估也必须贯彻这一标准、

服务这一标准。只有用好战斗力检验评

估这一重要实践抓手和关键招数，扭住核

心能力关键指标和能力生成主要环节，始

终用实战要求衡量练兵备战成效，把检验

评估的着力点放在牵引部队扎扎实实打

基础强能力上，才能推动各级全部精力向

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全面提

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

战争是牵引评估的风向标。仗怎么

打，兵就怎么练，评估就怎么搞。未来战

争是一体化联合作战。仗要联合打，兵

要体系练，评就要系统化。部队演训突

出全过程、全要素、全系统、全体系、全天

候、全时域，要求检验评估也要在“全”上

下功夫，时间上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空

间上覆盖全局、方向和领域，全面检验作

战概念、作战方案、作战指挥、作战力量、

作战保障，牵引带动部队战斗力结构性

升级和体系化转型。

打 仗 硬 碰 硬 ，检 验 评 估 必 须 实 打

实。如果检验评估的尺子出了问题，导

向就会出现偏差，甚至会阻碍、干扰、误

导训练。针对战建耦合不紧、标准尺度

不一、差距不足整改不够等问题，要落细

压实各级评估责任，进一步强化“谁评估

谁认证、谁评估谁负责”意识，走实“定准

评估指标、搞好演习设计、设全检验条

件”步骤，严防因片面追求全员达标而减

指标、降标准，切实交出一份部队建设现

状和能力底数的“明白账”。

检验评估的目的是摸清底数、发现

问题，为下一步练兵备战提供借鉴和依

据。今天在检验评估中发现的问题，可

能就是明天战场上碰到的难题。评估结

果不能束之高阁，矛盾问题不能熟视无

睹。要把检验评估作为战略管理的重要

一环，审视查找各级在战备建设、军事训

练、人才队伍、后勤和装备保障等方面的

问题不足，针对性改进工作指导，盯着短

板弱项抓整改，推动评估结果进入规划

建设、练兵备战，确保“打一仗进一步”。

（作者单位：73106部队）

以战领评 依标检验
■陆天成

作者：周 洁

当年，徐海东同志任东路游击队

副司令兼师长，带领部队连续作战，23

个昼夜没有上床睡觉，累到吐血。司

务长从老百姓家中买了三个鸡蛋，做

了一碗鸡蛋汤。警卫员小李端过去

后，徐海东同志反复要求将鸡蛋汤送

给重伤员，自己来一碗南瓜汤，并劝说

道：“我不是常给你说，越是艰苦环境，

指挥员越是要和战士同甘共苦啊！”

“同甘共苦”一词出自《战国策》，

意为一同尝甜的，也一同尝苦的。很

多时候，同甘容易，共苦很难。军人为

战而生，战场血火无情。“夫将帅者，必

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

战火纷飞、环境恶劣，危机四伏、生死

难料，同甘共苦才能使心与心贴在一

起，患难与共才能将情与情融在一起，

凝结成生死相依的深厚情感，产生上

下同心的巨大合力。

患难见真情。同甘共苦，通俗地

讲就是“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这是

战争年代我军干部共同的“口头禅”，

也是我军战胜艰难困苦的重要法宝。

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

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

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

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这个“民主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官兵

一致、同甘共苦，上级与下级“同吃一

锅饭”“同睡一个炕”。正是靠着同甘

苦、共患难、心连心的同志情、战友爱，

我军官兵熔炼出一种超越苦难的高尚

人格与革命情谊，上下一心、坚如磐

石，打不垮、拖不乱、分不开，从胜利走

向胜利。

今天，我军官兵的物质生活条件有

了根本改善，再也不用天当被、地当床、

拿野菜充饥了。从表面上看，环境条件

不那么“艰苦”了，面临的生死考验也少

了，但从使命任务、安全状况、战争形态

来看，环境之险、任务之重、挑战之多、

考验之大前所未有。同甘共苦者兴，上

下同欲者胜。千难万难，官兵生死相依

就不难；千辛万苦，上下心心相印就不

苦。“官兵一致同甘苦”的精神与传统，

永远是攻坚克难的“密钥”、克敌制胜的

“利器”，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弱、不能

变、不能丢。

“军队是要打仗的，如果上上下下

都没有感情，怎么可能在需要时赴汤

蹈火、同生共死？”战场是感情最真实

的试金石。真正能经受得住考验的、

牢不可破的，是在一起摸爬滚打、同生

共死的真感情。只有平时一块苦、一

块过、一块干，在急难险重任务中经受

苦与累、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心在

一起、情融一起，才能培育出情同手

足、生死与共的战友真情，做到冲上去

是一个整体、挥出去是一个铁拳，战无

不胜、攻无不克。

（作者单位：95980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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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个盘子，在竿头快速转动，交

替起伏而又井然有序——“转盘子”是

一种常见的杂技艺术，讲究的是平衡

和秩序，体现的是统筹兼顾和全面协

调。当前，强军备战之繁难复杂，各项

工作之千头万绪，何尝不像是在“转盘

子”一样？

“不要忘记统筹兼顾，专注一点绝

对是不可取的。”注重统筹协调，是一种

系统思维，也是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强

军兴军实践证明，协同推进得法，就能

收到“八音和鸣，相得益彰”的效果；协

同推进不得法，就可能出现“一招不慎，

满盘皆输”的局面。

“全局赢是最大的赢。”没有协同观

念，就没有协同行动。不可否认，在一

些官兵特别是个别领导干部头脑中，囿

于一隅、执于一端，“各唱各的调、各吹

各的号”，自行其是、单打独斗，不注意

政策配套、协调推进的现象，仍然不同

程度地存在。

强军兴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必须加强前

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

体性推进。只有向协同要动力，以协同

聚合力，努力实现各领域发展既整体协

同又重点突出、既全面协调又施治有

序，才能啃下硬骨头、打好攻坚战。

重协同，善于“转盘子”
■马振宇

当年，陈赓同志奉命筹建“哈军工”

时，经常念叨一句话：学员是“吃饭吃菜

的”，教员是“做饭做菜的”，领导是“端

盘子的”。朴素的话语，耐人寻味。

“端盘子”诠释着“领导就是服务”

的理念。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

力的基础，为基层服务是领导机关的职

责所在、价值所在。愿不愿服务、会不

会服务，既反映领导机关的宗旨意识，

更影响基层官兵的奋斗热情。

然而，个别机关干部口口声声“基层

至上，士兵第一”，实际工作中却居高临

下、口大气粗，只有“端架子”的自负，却

无“端盘子”的自谦。不服务是失职，服

务不好是渎职。没有领导机关精心服务

的辛苦指数，就没有基层官兵的幸福指

数，也就很难有未来战场的打赢指数。

乐于“端盘子”是一种态度和境界，

“端好盘子”是一种能力和素质。领导

机关要瞄准练兵所急、胜战所倚、打仗

所需，既在工作上创造条件、又在生活

上关心照顾，既快办实事好事、又敢办

烦事难事，真正让基层官兵大胆干、放

心干、放手干，奋力跑出强军加速度。

搭平台，乐于“端盘子”
■高春鹏

基层观澜

玉 渊 潭

画里有话


